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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朋川是集美术家、考古家于一身的美术考古专家。
张道一先生对他的考古研究作过中肯的评价：“张朋川先生，早年学美术，以后转向考古，或者说他
游于两个学科之间，当然兼有两者之长。
研究中国的历史，如何将考古发现的珍贵文物充实美术史的研究，再将美术史中遇到的问题借助考古
学加以解释，他是取得丰富之经验的。
”     《黄土上下》是张朋川长年从事美术考古的研究文章的结集，他运用了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
对中国古代美术进行多方面的科学研究，尤其对原始艺术、汉晋壁画、陶瓷艺术、中国书画样式起源
等方面的课题有言之有物的深入的研究，并对美术考古学、美术史学、设计艺术学的研究提出了独到
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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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朋川，1942年生。
江苏常州人。
1960年中央美院附中毕业．1965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壁画专业毕业。
1965年至2000年，在甘肃省博物馆工作，任研究员、副馆长。

    曾参加武威、嘉峪关、酒泉等地汉晋十六国壁画墓的美术考古工作，参加嘉峪关、泾原等地古代少
数民族岩画的考察工作，参加兰州、景泰、广河、玉门等地远古文化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主持秦安
大地湾、王家阴洼等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

    1996年被国家文物局任命为西北地区馆藏一级文物鉴定组专家。

    自2000年起，任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设计艺术研究所所长。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理论委员会常务理事。

    出版有《中国彩陶图谱》(获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奖金奖)、《中国汉代木雕艺术》(获第二届全国
优秀艺术图书奖三等奖)、《黄河彩陶》、《瓷绘霓裳》、《马家窑文化彩陶瑰宝新赏》、《嘉峪关魏
晋墓室壁画》、《甘肃彩陶大全》等专著，发表论文80余篇，曾赴美国、日本、新加坡及台湾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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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庞薰□先生给作者的信东南西北中上下求索(代序)第一编 黄土上下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彩绘陶  
大地湾遗址发掘二三事  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的绘画——大地湾原始社会居址地画  誉为彩陶之冠的甘
肃彩陶  论黄河中上游彩陶上的鱼类水族纹  半山和马厂彩陶上的神人纹  彩陶艺术三题  甘青地区新石
器时代陶塑  史前装饰艺术的作用与意义  装饰纹样的起源  再谈装饰纹样的起源  走向意象表现之路第
二编 丝路东西  从甘肃一带出土的文物看丝绸之路的形成过程  由五坝山西汉墓壁画论我国早期山水画 
雄浑简洁的武威汉代木雕  雷台墓考古思辨录  河西出土的汉晋绘画简述  嘉峪关、酒泉魏晋十六国壁画
墓发掘追忆  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的题材和艺术价值  酒泉丁家闸古墓壁画艺术  湟中、平安画像砖墓内
容和年代考订  中国石窟寺艺术设计  砖雕砌成的甘肃历史文化长廊第三编 鉴识纵横  从敦煌写经和壁
画看中国卷轴书画格式的起源和形成  中国古代书写姿势演变略考  器理与书画之道——工具材料的演
变和中国书画艺术发展的关系  试论书画“中堂”样式的缘起  中国连环画渊源新探  甘肃民间美术探源
 宇宙图式中的天穹之花——一件蒂纹辨  晋唐宋装饰艺术中的抽象倾向  《苏州金阊图》的联接复原及
研究  民国时装人物画瓷器  《西“服”东渐——世纪中外服饰交流史》序  《晚清浅绛彩瓷画鉴赏》序
 技术与艺术互动的文明史  美术考古与美术史研究  考古文物与中国传世古画鉴定  甘肃彩陶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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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新石器时代彩陶和彩绘陶的艺术价值　　古代中国的原始艺术十分发达，但经过近万年的漫
长岁月，当时画在人体、麻织品和木器上的图纹早已荡然无存。
现在大量遗留下来的彩陶及彩绘陶上的图纹都保存较好，成为研究中国原始美术的主要的实物资料。
　　中国彩陶和彩绘陶的产生和发展贯串于整个新石器时代，这对研究中国美术的起源和中国美术发
生期的特殊的发展过程具有重要的价值。
从整体来说，彩陶艺术的起源和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
彩陶的样式首先和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关，出于实用的习惯和需要，总是模拟原先使用过的器皿形状和
肌理纹样，在他们的臆想中，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被模拟的原先使用的器皿的功能．随着实用的需要和
制陶工艺的发展，陶器的造型和彩绘纹样逐渐脱离被模拟的原先使用的器皿的样式，并且根据美的法
则设计出经过变化的几何形纹样，成为纯粹的精神生产的产物。
　　彩陶和彩绘陶上还有许多寓意深奥的仿生性的动物纹样和人格化的动物纹样。
如半坡类型彩陶以鱼纹为主要花纹，并且出现了鱼和人面相寓合的奇特纹样，这类纹样被认为是图腾
纹样。
图腾是以动物等超人的物类作为氏族的始祖，是从精神方面强调氏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图腾纹样则成
为氏族共同体的艺术表现。
因此，彩陶上的图腾纹样从起始就是精神生产的产物。
在关中地区半坡类型的彩陶上还有鱼和鸟头、人面相寓合的纹样，鸟纹是庙底沟类型彩陶的主要花纹
，被认为是庙底沟部族的图腾纹样之一。
在半坡和庙底沟类型相邻地区彩陶上出现的这种奇特的复合纹样，乃是在相邻地区以鱼类为图腾和以
鸟类为图腾的部族相融合而在彩陶图案上的反映，这种现象正是在不同部族结成部落联盟时出现的。
由于“族”的范围不断扩大，作为表现单一氏族的写实的某一种类具体的动物纹样，已不能表现包容
更广的部落联盟的远为复杂的内涵，因此，必须设计出示意性的复合纹样。
因此，从彩陶和彩绘陶的图案纹样来看，不论是自然形或几何形的纹样都经过了从具象到意象的发展
过程。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会聚的共同体，从不同远古文化彩陶的相互影响和复杂的复合纹样的发展，反映出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特殊的形成过程，这也决定了中国美术走上意象表现之路。
　　彩陶和彩绘陶的图案主要采取动的形态和格式，花纹也多以弧线、弧形和圆点构成，在动的格式
中充分舒展，具有流畅优美的风格。
中国彩陶常采用以点(圆)定位的方法，从图案定位点的各方都能延伸出纹样，在最小的制约下获得充
分展开图纹的自由，使多单元的图案动而不乱，繁而有致，变化无穷。
庙底沟类型彩陶还以不等距的定位点构成散点式流动的不对称图案，而以统一的造型和动势使图案纹
样取得和谐的效果。
这种散点构成形式成为中国传统图案主要的构成形式之一。
　　彩陶和彩绘陶图案的各种动的格式中，旋式是一种主要的图案格式。
斜列式也是彩陶图案中常见的具有动感的格式，彩陶图案也有结合底色运用斜列式和旋式，呈等距交
错式的旋动。
此外，彩陶图案中还有钩曲、波状、垂弧、之字形、缠枝形等动的格式，以连续不断的运动突破空间
的限制，表现出中华民族先民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旺盛的创造力。
　　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艺术中，彩陶和彩绘陶是最早以彩绘纹样与造型相结合的作品。
中国彩陶很注意图案纹样与器形的关系，相辅相成而统一谐调。
也注意彩陶图案在不同视角所产生的不同视觉，从不同角度所产生的不同视觉，从不同角度都能看到
美丽的画面。
这种以彩绘纹样与造型浑然一体地完美结合的艺术手法，也成为传统雕塑和工艺美术的有特色的表现
手法。
　　彩陶和彩绘陶艺术是传统艺术序篇中灿烂辉煌的一页，反映了中国远古时期各部族的丰富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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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面貌，并在历史进程中，各部族的文化相互影响和多层次地融会的过程，从而还成为青铜艺术的
一个重要源头。
由彩陶和彩绘陶艺术的发展过程，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先民观察事物的方法和美学观念形成的情况，也
可研究意象表现方法的发展过程，还可研究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远古艺术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彩绘陶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瑰宝，也是世界古代文化艺术的重要
组成部份，在远古艺术宝库中闪发着夺目的光辉。
　　P10-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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